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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验教师刘金生培训小结 

2016 年 9 月 11 日第一次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田家炳教

育书院参加为期两天的“双师教学”实验教师培训。通过培

训，初步对“双师教学”有了了解，同时掌握了一些项目网

络平台使用方法。 

2019 年 6 月 10 日第二次到桂林进行了 5 天的实验教师

集中研修。学到了“双师教学”的有效利用，提升课程课程

的统整方法，提高教学能力反思。俗话说：学以致用，在这

次的“双师教学”资源应用教学技能大赛中，我将学到的知

识应用其中，截取教学中所需的“双师视频”进行教学.在

学习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我今后将继续努力,在不断

学习和反思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。 

二、 实验教师覃航培训小结 

   通过三次“双师教学”培训学习，我受益颇多，“双师教

学”对于农村薄弱学校教学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。通过培训

学习，使我耳目一新，深深地认识到自己以前那种传统教育

教学的师生观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，

首先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，树立正确的师生观，增强热爱教

育事业的信念。所以说我们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方式，

在课堂教学中，适当运用现代科技、使用合适的教学资源，

从而达到更高效的学习效果。我们教师只有从观念上更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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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学生创设一种和谐、创新的学习环境，才能创造出师生平

等、共乐融融、共享教学的氛围 

   总而言之参加这样的培训学习，虽然不能马上让我改变

我的教学方式，但学习可以让我拓宽思路，让自己的教育方

法、教育手段更加丰富，对自己今后的教学方法指明了方向。

只可惜本人年纪已大，心有力不足。 

三、 实验教师陈爱凤培训小结 

2019 年 6月互联网+时代，“双师”平台有自己的精品课

程，线上线下老师同时讲课。有幸参加此次研修活动，这次

学习的内容广，程度深，让我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。仰望天

空，脚踏实地，负重前行——为教学质量铺平道路，为“双

师”教学锦上添花，为乡村教育事业添砖盖瓦。 

四、 实验教师张霞霏培训小结 

2019 年 6月 1 日一 6 日参加广西“双师教学”模式改革

试点项目实验教师分学科集中研修(小学数学)，我很荣幸能

参加这次为期 5天的双师教学培训。在这次培训中，我满载

而归，对今后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。 

1、正确认识数学的思想,需要归纳.推理、模型、符号

化、化归或者转化为主线出发来深入研究，知道数概念，数

概念教材编写的思路等理论知识，受益匪浅。 

2、广西 "双师较学“模式的解折。 

    广西“双师级学模式是一种城市优秀教师通过互联网技

术,对农村教师进行长期陪伴式培训的创新模式。在“双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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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”中，课堂教学由两位教师共同完成，帮助试点农村教

师有效课堂教学。 

3、录屏处理软件的推荐与运用 

在这几天的学习中，“互联网+教育”教学模式对我们有

很大帮助的是简单的录屏软件--Ev 录屏、屏幕录专家、嗨格

式录屏大师、Cantaia Sudio 等；对帮助把我们需要的教学

视频进行录像和后期剪辑处理，如爱剪辑.绘声绘影，剪辑

还要的视频格式的转换软件:魔影工厂，格式工厂等。 

认真听取了众位教育专家的精彩讲座,也听取了同行老

师对“双是教学”认识与想法，对我的教育职业有了崭新的

认识。学习了这“互联网+教育”新创新模式，使我的教学

能力得到增强和水平都有了不断的提高,在课堂教学得到更

优化。 

五、 实验教师汤艳春培训小结 

通过两次“双师教学”培训学习，我受益颇多。回顾那

段时间的学习，真是感慨万千，专家们的精彩讲课吸引了我

的眼球，同行们互动交流丰富了我的思维，置身其中，知识

和情感一起升华。每一次培训带给我的是思想的洗礼、心灵

的震撼、理念的革新，每一次培训都让我切身感受到我们教

师该如何从一个教书匠向一名知识型、教研型、实践性的专

业化教师转变的过程！通过这两次培训，我的眼界开阔了，

思考问题能站在更高的境界，许多疑惑迎刃而解。自从参加

了双师型教师培训后，在各位教育专家的专业引领下，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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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育观念得到了更新，现代教育教学思想也在心中萌芽发

展。在这次双师型教师的培训中，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的压

力加大了，因为时代在进步，教育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，要

想不被落后淘汰，要想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双师型教师，就

要更努力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业务水平、教育科研能力、课

堂教学能力等。而这就需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努力

学习各种教育理论，并勇于到课堂上去实践，及时对自己的

教育教学进行反思、调控，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带头作用等，

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会有所收获，有所感悟的。现代

教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，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能力，作

为当今教师，我们要时刻为自己敲警钟，才能适应现代教育

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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